
（ 2020 年度）

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790.35 10 47.9 4.79

0 -- 0 --

790.35 -- 47.9 --

0 -- 0 --

0 -- 0 --

0 -- 0 --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分值 得分

数量指标
企业问卷发放数、回收
数

大于1000份、不少于30个/市 12.9 7.74

质量指标 企业问卷回收率 不低于50% 2% 12.85 7.71

时效指标
验收后报告修改时间、
问题反馈时间

3个月、48小时 12.85 0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科学评价各市营商环境 11个市 12.85 12.85

评价城市 75% 12.85 12.34

办事群众满意度 75% 12.85 12.34

社会舆论满意度 75% 12.85 12.34

100 70.11

项目实施和
预算执行情
况及分析

产出情况及
分析

效益情况及
分析

满意度情况
及分析

项目管理中存在的
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存在问题:评价报告未能按时间节点完成交付。原因分析：第三方评价机构参考国家评价程序及标准，进行了相应的调
整。

下一步改进措施及
管理建议 加强对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跟踪监督。

绩

效

目

标

产出指标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60%

3个月、72小时

11个市

72%

72%

1.前期准备充分，为加快启动评价工作，为营商环境考核提供权威数据支撑，我局与第三方公司就评价组织实施工作
进行详细深入对接，确定了评价总体工作安排，评价指标体系构成、评前培训工作方案及评价总体组织实施等。2.组
织严密，省审批局作为评价工作的牵头部门，全力做好统筹协调、监督指导、服务保障工作，各市县统筹安排，从人
、财、物等各方面对评价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。召开省域营商环境动员部署会，省领导出席并将话，确保高质量、高
标准、高效率完成好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工作。3.实施有力，前期培训专门邀请了国家营商环境评价团队专家、全国
营商环境评价单项指标标杆城市业务负责人，逐项解读我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，演示讲解评价系统的使用和填报
。评价过程各项指标的牵头部门负责人及承办人要全面掌握相关政策、熟练运用评价系统，及时做好培训内容的传达
贯彻工作。

总分

项目评价共分为前期培训、数据填报、信息核验、编制报告四个阶段。前期培训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，组织
11个市按照国家18项指标逐项培训。数据填报阶段，组织11个市、117个县（市、区）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进行数据
填报。信息核验阶段通过随机抽取企业及政府部门问卷、直接获取数据、互联网大数据抓取和调取部门业务系统记
录，并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同步校验、实地调研、访谈核验等多种方式，对填报信息进行核验。编制报告阶段编制完
成1个全省总报告、18项分指标报告、12个分区域报告，以及1个县（市、区）总体报告。预算在2020年度给付50%，由
于交稿日期紧张接近年度封账，因此剩余部分未能给付，将在2021年按合同及时付款。

《2020年度山西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总报告》《2020年度山西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各市报告》（11册）《2020年度山
西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分指标报告》（18册）《2020年度山西全省域营商环境评价县域报告》《2020年度山西转型综
改示范区营商环境评价报告》

评价团队在获取政府部门填报问卷及直接提供数据、随机获取企业填报问卷、互联网大数据抓取和调取部门系统业务
记录，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同步校验、实地调研、访谈核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价。各地成绩基本符合现实表现，发掘
了一批亮点做法。

项目
绩效
分析

自评结果分
析

通过评价基本摸清了各地营商环境现状，找准了问题，靶向施策，精准改革，以评促改、以评促进的积极效应逐步呈
现，各地竞相深化改革、对标先进、争创一流的氛围日益浓厚。11个被评价城市，绝大部分城市对评价结果满意，通
过社会满意度调查收到51万份问卷，有效问卷38万份，11市满意度平均为91.19分，达到了75%的目标值。

主要经验做法

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60%

72%

年

度

总

体

目

标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 0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一是以评促优。通过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区营商环境情况，重点发掘一批优化营商环
境方面的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，为全省提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典型模板”。二是以
评促改。通过对各地区营商环境现状的精准把脉，深入查找存在的差距和不足，以鲜
明的结果导向倒逼各地区靶向施策、精准改革，补齐短板、提升弱项。三是以评促进
。通过持续开展评价工作，建立常评常改、常评常优的常态化评价机制，树立鲜明的
风向标和指挥棒，全面提升全省各地区营商环境水平，助推我省营商环境加快迈入全
国第一方阵。

办事群众满意度：75%；评价城市：75%；社会舆论满意度：75%；科
学评价各市营商环境：11个市

          市县(区)财政资金 0 0

    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0 0

    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0 0

          省级财政资金 1650 1650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

年度资金总额 1650 1650

营商环境评估费 项目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 营商环境评估费

主管部门 016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实施单位 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

（ 2020 年度）

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1134.46 10 100 0

0 -- 0 --

1134.46 -- 100 --

0 -- 0 --

0 -- 0 --

0 -- 0 --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调整后指标值 分值 得分

数量指标 服务人员配备率 ≥100% 11.25 11.25

质量指标 维修工程质量合格率 ≥100% 11.25 11.25

时效指标 档案建立完好率 ≥100% 11.25 11.25

成本指标 物业管理费利用率 ≥100% 11.25 11.25

经济效益
管理服务人员培训合格

率
≥100% 11.25 11.25

社会效益 安全事故发生率 ≤0 11.25 0

生态效益 垃圾清运及时率 ≥100% 11.25 11.25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办事群众服务满意度 ≥100% 11.25 11.25

100 78.75

项目实施和预算执
行情况及分析

产出情况及分析

效益情况及分析

满意度情况及分析

政务大厅水电暖物业管理费 项目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 政务大厅水电暖物业管理费

主管部门 016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实施单位 山西省政务服务中心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

年度资金总额 1134.47 1134.47

    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0 0

          省级财政资金 1134.47 1134.47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保证省政务服务中心正常运行，确保水电暖正常供应。
物业管理费利用率：≥100%；服务人员配备率：≥100%；垃圾清运及时
率：≥100%；档案建立完好率：≥100%；办事群众服务满意度：≥100%；
维修工程质量合格率：≥100%；管理服务人员培训合格率：≥100%

          市县(区)财政资金 0 0

    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0 0

年

度

总

体

目

标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绩

效

目

标

产出指标

效益指标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 0

实际完成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100%

100%

100%

100%

100%

0%

100%

主要经验做法

一是强化标准意识，推进标准化服务工作。按照《山西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》，从人员配置、服务礼仪、标识可视化、
服务流程、管理规范等方面着手，建立集中管理、标准统一、服务规范、运转高效的服务保障模式。
二是强化服务意识，开创后勤服务新局面。守正创新，精业笃行，坚持以提升服务体验为目标，坚持标准为纲、质量为
本、效能为要，认真做好省政务服务中心服务保障工作。
三是强化安全意识，打牢中心高质量发展根基。坚持把综治安全工作列入中心的目标责任体系，明确中心负责人为综治
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形成一把手负总责，分管领导具体抓的综治安全领导格局，成立综治安全领导组，网络安全和意识
形态领导小组，自上而下签订《综治工作目标责任书》，坚持每季度召开安全形势分析会，定时开展全区域无缝隙安全
大检查，确立了“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全员共管、确保安全”的工作新格局，构建起“纵向到底、横向无边、全覆盖
、无死角”的网络化安全责任新体系。

自评结果分
析

100%

省政务服务中心大楼位于坞城南路50号，主建筑分为A、B座，地上各15层，地下2层（负一层为设备层，负二层为人防
层和地下停车场）。楼前设有地上停车场及绿化带。大楼1-2层为便民服务大厅，B座3层改造为职工餐厅，A座4层为公
共会议中心，设有大型会议厅2间，中型会议室7间，小型会客厅2间，小型会议室10间，拍卖大厅1间。B座4—6层为公
共资源交易中心，设置开标间15间，评标室21间，B座8层为隔夜评标室，设置房间21间。A座5层为弱电系统设备层及监
控室。A座6-13层为各进驻单位办公区域。14、15层为资料室。B座7层、9-13层为进驻企业办公区域，14、15层为资料
室。地上停车场 共计车位240个。大楼配置电梯12部，其中客梯10部，消防电梯2部，消防楼梯4个。同时配备中央空调
系统、消防系统、弱电管理系统等。

项目产出情况中服务人员配备率、维修工程质量合格率、房屋及配套设施完好率、绿化完好率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合格
率、公用设施设备完好率、消防设施设备完好率、保洁率、会议服务规范率、档案建立完好率、服务保障及时优质率、
房屋零修大修及时率、物业管理费利用率等指标的业绩值均符合目标值要求。

项目管理中存在的
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经过不断努力，省政务服务中心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和发展，但是在对标、立标、超标上还需进一步努力
。
一是标准意识还需深入提升，服务人员标准培训，能力提升还需强化。
二是后勤服务标准体系还需健全完善，现场精细化管理还需继续推进。
三是后勤服务监督和考评管理办法还未形成体系，在现场管理考评奖惩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

下一步改进措施及
管理建议

一是加强预算资金的使用，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。
二是后勤管理的指标设置进一步完善、精细

项目满意度中办事群众服务满意度、客户有效投诉处理率、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满意度的业绩值均符合目标值要求。

总分

项

目

绩

效

分

析

项目效益情况中管理服务人员培训合格率、安全事故发生率、垃圾清运及时率等指标的业绩值均符合目标值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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